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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生活着珞

巴、门巴两个很有特色的民族，是个

难得的颇具特色的文化圈。这里过去

一直很贫穷，村落发育程度很低，那

独特的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很

适合文化人类学家去研究。

早在1825年，一名探险家英军中

尉Ｒ.威尔科克斯踏上了我们这片神圣

国土。此后的100多年里，英国、印度

的探险家与法国的传教士不断前来考

察，他们不仅广为搜罗军事所需的地

理资料，而且对这一地域众多山地部

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

所做的考察报告，大量发表及出版在

国外的媒体上，并长期左右国际喜马

拉雅山地部落研究的学术论坛。英印

的殖民主义势力乘虚而入，先后占去

中国珞巴族、门巴族、 人居住的90%

以上的土地。作为全国民族研究的最

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研究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一学

术领域内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1976年，机会终于盼到了。我

和刘芳贤、姚兆麟、张江华、吴从众

等同人，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米

林、墨脱等地，对珞巴族、门巴族聚

居区进行了首次考察。当我们的铅印

调查报告初稿在学术界传阅后，立即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有名望的老

一辈民族学家高兴地称，我们终于看

到国人的报告了；珞巴族的家长奴隶

制正同云南的佤族、凉山的彝族在社

会形态上，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早期奴隶制的发展链条；珞巴族的神

话故事又一次打破了国外学者声言中

国没有系统神话的谬论……

珞渝是一处难得的文化人类学

金矿，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文化现

象正发生变迁，我们这一批老人早已

过了退休年龄，到野外考察已力不从

心，可我又很少听到年轻学者深入这

个地域搞研究，感到珞渝文化有面临

断层的危险。这时，和我素昧平生的

年轻人罗洪忠先生，一次次从外地打

长途电话向我咨询有关珞渝方面的知

识，而且是那样的执著，令我感动，

所以我也乐意解答他提出的一个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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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忠作为一名军事记者、纪

实文学作家，曾三次进入雅鲁藏布大

峡谷区域作田野考察，采访曾在那里

工作、生活与从事人文研究的地方群

众、部队官兵、专家学者达120余人，

整理口述资料150余万字，查阅文献资

料220余万字，先后到北京、郑州、

拉萨、成都等地向有关专家、学者请

教，经过不间断地同国内知名人文专

家学者的学习、交流、钻研，逐步完

成从一名军事记者、军旅作家向人文

学者的转变。

目前，我正在进行“中华大

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的编辑

工作，当收到罗洪忠的“人文雅鲁藏

布大峡谷”丛书（三卷）书稿后，还

是抽暇仔细地读了。我认为，该书不

仅是罗列大量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

而且是在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中，

经过核实而完成的。17年间，他先后

采访了20余名首批进入墨脱县工作的

老十八军战士，目前有的已去世，健

在的都年过八旬，或已失忆。在采访

中所捕捉到的一些细节，如十八军官

兵同一名留下来的清军士兵对话、清

军张贴的捉拿波密王布告、巧妙拿到

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下珞渝的差户名单

等，可谓弥足珍贵。

该书首次采用纪实文学笔调多角

度展示雅鲁藏布大峡谷历史的田野考

察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

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学术书。我认为

在同类书中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该书紧紧抓住了现实生活中

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事象，分别细致

描绘了珞巴族和门巴族的生产生活、

社会交往、宗教信仰，并通过狩猎、

农耕、建筑、饮食、服饰、交际、

婚丧、伦理、信仰、宗教、文学、娱

乐、礼仪等民俗事象，把这两个古

老、勤劳、聪慧的少数民族形象地展

现在读者面前。

二、该书专门记述了研究大峡谷

有影响的国内外人文专家、学者的独

特经历，探究珞渝文化的一些活动，

并介绍了英国、法国、印度等文化学

者和我国文化人类学专家的学术成

就，以及他们所作的贡献，他们的研

究成果，有的甚至走在了世界前沿。

三、该书大量鲜见的老照片是

又一个亮点。过去到墨脱考察的人不

多，留下的文字资料有限，图片资料

更是稀缺。但罗洪忠想方设法，搜集

了国内外不少珍贵的照片，画面中那

独特而又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

为这部图文并茂的人文图书增色不

少。

罗洪忠对珞渝雅鲁藏布大峡谷的

人文倾注极大热情，在完成这三部书

稿后，还将写作雅鲁藏布大峡谷人文

探险解读、人文珞巴解读、人文门巴

解读等三部书稿。随着“人文雅鲁藏

布大峡谷”丛书（三卷）的问世，相

信有更多热心雅鲁藏布大峡谷人类文

化事业的人会投身到这个领域。

国家出版基金入选项目是国家

急需、惠及当代、传之后世的精品力

作。该书的出版，无疑是人们研究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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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藏布大峡谷历史、人文、风情等方

面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也是旅游爱

好者、探险者的必备书。同时，它也

将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旅游开发、景

区景点的保护以及珞渝地区的经济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坚尚

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密云

（李坚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

者，文化人类学家，长期从事珞巴族

和门巴族的民族学、人类学以及西藏

的现状与发展的研究，个人专著、与

人合著、译著达16部，目前担负《中

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编

辑工作。曾到美国东西方中心、荷兰

皇家科学院等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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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突

然冒出了一个新的文化，让人一下很

难接受，有的甚至提出质疑。1994

年，罗洪忠以记者特有的敏锐眼光捕

捉到了这条新闻，还以“探索珞渝文

化第一人”为题报道了此事，新华社

对外发了通稿，《每日电讯》《人民

日报》等也刊登了这篇通讯。后来人

们慢慢接受了珞渝文化这个概念，有

的专家、学者也开始使用它。

我惊叹罗洪忠看问题的眼光，更

感动于他对珞渝文化的痴迷。他曾经

说，要为研究珞渝文化的中外专家学

者立传，让人们从中窥视一些鲜为人

知的珞渝人文史。原以为他只是说说

而已，没想到他真的动起来，一会儿

跑北京，一会儿跑拉萨，一会儿跑成

都，为了搜集资料，竟用15年时间去

了全国10多个城市。他的行为感动了

许多中国珞渝问题专家学者，都乐意

解答他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这也使得

他有机会全面审视珞渝的人文史。

不仅如此，罗洪忠的执著也让人

感动。他到珞渝中方实际控制地区采

4

将一个人在一个地域的一定时期

如实地记载下来，可以窥见那个时代

社会现象的断面及本质，若将一个个

人物串联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较为

完整的画面、一部历史。罗洪忠的长

篇纪实人文作品《深峡淘金——世界

第一大峡谷人文科考解读》，就很好地

体现了这个特征。这也是他作品能发

人深省，又能被许多专家学者认可的

一个重要原因。

珞渝地处西藏的东南部，是中

印边界东段最大的一块领土争议区，

生活在这里的土著珞巴族和后来才迁

徙来的门巴族，在相互融合中创造了

独特的地域文化。19世纪初，一些西

方的探险家抱着不同目的来到这里，

开始探究这里的人文风情，逐步建立

了一门独特的新学科，并左右着国际

喜马拉雅山地部落文化研究的学术论

坛。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冀文正老先

生就提出了“珞渝文化”的概念。中

国的地域文化很多，诸如巴蜀文化、

中原文化、三秦文化、松辽文化、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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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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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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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科考人的足迹见证历史

（代序）



风时，既有困在通麦大塌方每天吃一

袋方便面的艰难，也有途经泥石流区

被飞石砸中的惊险，还有到墨脱县时

亲眼目睹了一匹马摔死悬崖的悲壮。

正是这一次次亲身经历，使他对中外

探索珞渝文化的专家、学者有了更深

的感情，也能更好地把握这段历史。

我深知，罗洪忠是以一个优秀记

者和人文作家的眼光和良知，为民族

为读者辛苦写作，以还原一段真实的

珞渝人文史。其作品有悲剧意识而不

悲观，有忧患意识而不怨天尤人。他

挖掘的中国珞渝地区珞巴族、门巴族

中的最优秀部分，可能有一些尘土，

也可能被一些“争议”掩埋，但当他

拂去尘土，放在读者面前时，会让人

们了解中国珞渝文化的分量。

众所周知，30多年前，介绍西方

学者对珞渝人文研究的著作还不大容

易看到。近些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

这方面的译著，但对一般读者而言，

大都过于专业化，偏重于学术研究。

罗洪忠在《深峡淘金》一书中，就生

动地介绍了英国的威尔科克斯、达尔

顿、敦巴尔，法国的噶拉克，英籍奥

地利人海门道夫，印度的罗伊等专家

学者探究珞渝文化的一些活动。

在这本书里，罗洪忠同样也介绍

了我国研究珞渝文化的专家学者所作

出的贡献，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世界

前列。此书给读者带来那鲜为人知的

珞巴族、门巴族相关知识，也免去了

他们许多翻检之苦。如果要进一步深

入了解其有关学术及其专业，那就是

专家学者的事了。中国著名珞渝问题

专家李坚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

记处原常务书记廖东凡、中国珞渝民

间文艺家冀文正看完书稿后，都给予

了高度称赞，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必

将带动更多人去研究珞渝文化。

罗洪忠既是一位记者，也是一位

纪实人文作家，我看过他写的《触摸

太阳的哈达》《峡谷人生》《情系赤

道国》等作品，文笔干净流畅，故事

形象生动。尽管这本书反映的是研究

珞渝文化专家学者的活动和见解，却

不失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特

为序。               

陈立明

2012年1月于陕西咸阳

（陈立明，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

究院教授，博士，西藏自治区学术带

头人，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

会副会长。先后10余次赴西藏墨脱、

米林等地进行社会和文化考察，长期

从事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承担了

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出

版有《走入喜马拉雅丛林》《西藏民

俗文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门

巴族、珞巴族》等著作）

5沿科考人的足迹见证历史（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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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处令人非常着迷的人间

绝域，即中国最美的峡谷、最美的山

峰、最美的瀑布，最令人向往的旅游

胜地。若提起珞渝，未必有很多人知

道，但提起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

瓦峰、巴东瀑布、墨脱县这样的字

眼，国人也许并不陌生。毕竟它们都

是珞渝的血与肉，这里还是中印边界

东段最大的一块领土争议区。

“珞渝”在藏语里意为“南方

之地”，藏人称生活在珞渝的人为

“珞巴”，即“南方人”。珞渝地域

辽阔，东起察隅，西至门隅，北至雅

鲁藏布江大拐弯，南达中印传统习惯

边界线，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在这

里生活的珞巴人分属20多个不同的部

落。

珞渝山脉呈南北走向，地势北高

南低，逐级下降，至中部下降尤甚。

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而接近平

原地区的海拔仅为300米。其河谷切

割，山势陡峻，海拔7787米的南迦巴

瓦峰高耸入云，终年白雪皑皑，蔚为

壮观。在这块地域，念金岗日、错

6

云雾缭绕的南迦巴瓦峰（王三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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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日等一座座充满奇异神话色彩的山

峰，更给这里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珞渝河流多为南北纵贯，两岸陡

峻，水流湍急，险滩跌水多。雅鲁藏

布江自西向东流经千里后，至墨脱东

北端急折向南，一改前端的温驯，犹

如脱缰的野马，纵贯珞渝全境，在巴

昔卡附近流入印度。其他河流，如丹

龙河、仰桑河、西巴霞河和锡约尔河

亦滩多流急，不宜涉渡。

珞渝位于北纬27°～30°的低纬

度地区，属亚热带和准热带气候，

常年多雨、温和湿润。这里因海拔高

低悬殊、地形复杂、山高谷深，致使

气候垂直变化十分明显。夏日当空，

高山顶上往往积雪，犹如寒冬，河谷

地带却又炎热多雨，实属盛夏。因而

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民

谚。

在民间有这样的传说，称珞渝很

像仰卧着的多吉帕姆（金刚亥母）女

神的化身。横穿珞渝的雅鲁藏布江是

她的肠子，条条溪流是她的血管，满

山遍野的草木是她的头发，她的左手

在波密县许木乡一带，右手在林芝县

的布久乡一带，左脚伸到 人居住的

察隅，右脚插到印度控制的仰桑河，

女阴在印占区下珞渝地区，肚脐在仁

钦崩寺……

仰桑河位于墨脱南部，从东流

向西，最后注入雅鲁藏布江。那里曾

是波密土王时期嘎朗央宗（县）宗治

所在地，专门管理珞巴族的行政事

务，今已被印军占领。据藏族传说，

由于那里是多吉帕姆女神的下身，河

水是她的乳汁，水色特别美丽，清澈

发蓝，兼带甜味，素有“牛奶河”之

称。在这神秘河流的旁边，有一块被

称为“甲穷”的巨石，活像一只威武

的雄鸡。每当夜色降临，常发出喔喔

的啼鸣，使人如临神奇的境地。在这

巨石周围的绿林丛中，鸟儿的鸣唱格

外悦耳动听，有时清脆婉转的鸟声，

像在呼唤众神，召请神明降临，为远

道而来的朝圣者赐福。

这些美妙的传说，吸引着广大藏

区的信徒。朝圣者认为，人若在有生

7概 述

雅鲁藏布大峡谷激流（税小洁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深
峡
淘
金  

—
—

世
界
第
一
大
峡
谷
人
文
科
考
解
读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峡峡峡峡峡峡峡峡峡峡峡
淘淘淘淘淘淘淘淘淘淘淘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
—

—
—

—————

世
界
第

世世
界
第
一
大
峡
大
峡
大
峡
大
峡
大

谷
人
文

谷
人
文

谷
人
文
人
文
人
文文文文文
科
考
解

科
考
解

科
考
解

科
考
解

科
考
解

科
考
解

科
考
解

科科
考
解
读读读读读读读读

之年到此朝圣一次，可保生前幸福平

安，死后灵魂升入天堂。一些虔诚的

信徒在朝圣途中，经长途艰辛跋涉而

体力耗尽，弥留之际，亦要面对仰桑

河的方向，默默祈祷，以了却平生之

愿，方才与世长辞。可见，圣地仰桑

河维系着众多佛教信徒虔诚的心。

坐落在珞渝西北方雪峰之中的布

拉切波，是该县的另一著名圣地。这

些雪峰周围有众多低矮的石山，状如

排列有序的犬、马、牛、羊，或跪，

或立，或坐，其头均朝向神山，恰似

供奉的祭品。在布拉切波雪山下面，

还有一个巨大的溶洞，内有暗流，淙

淙作响。暗流两岸，全是白色泥土，

气味芬芳。据说在这奇异的泥土上，

一些朝圣者或许有幸能见到无数仙童

的脚印，有的甚至还能听到他们嬉闹

的笑声，但却寻觅不到仙童的影子。

当人们遇到这种神秘现象时，就要向

河里投掷食物、钱币和装饰物，作为

献祭，求神赐福。凡来这里的朝圣

者，均要带一些暗流两岸的白泥土回

家乡，馈赠亲友，借以避邪消灾。

谈到藏族、珞巴族之间的往来，

人们自然不能忘记藏传佛教和一些僧

人所作出的贡献。8世纪时，印度僧

人莲花生大师曾受藏王赤松德赞的委

派，到珞巴人居住的珞渝地区寻找名

山圣地，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白马岗

（旧时又称它为“上珞渝”）弘法加

持数月。据传莲花生大师骑着天马周

游太空时，发现这里重峦叠嶂，一山

比一山高大秀丽，雅鲁藏布江穿流其

中，将山水连在一起，很像多吉帕姆

（金刚亥母）仰卧的姿势，称这里为

8

冰峰下的峡谷秀水（冯治平摄）

深
峡
淘
金  

—
—

世
界
第
一
大
峡
谷
人
文
科
考
解
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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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隅钦波白马岗”，意即“隐秘的

刻画成的莲花圣地”。

著名藏经《甘珠尔》成书于14世

纪后半叶，书里记载“佛之净土白马

岗，圣地之中最殊胜”，便是最好的

印证。传说世上有16个隐藏着的莲花

圣地，其中以神山南迦巴瓦峰为中心

的白马岗最为诱人。教民们还传说在

白马岗转经的神山四周，围绕着串珠

般的108个小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片莲花圣地里，有糌粑山，有牛

奶湖，故有“不种庄稼有吃不完的粮

食，不养奶牛有喝不完的牛奶”之

说，山上布满了千年古树，人可以睡

在莲花心里。这里便成了藏民的朝佛

圣地。

15世纪中叶，香巴噶举著名喇

嘛汤东杰布（1385—1464年）曾到珞

渝的马尼岗一带传教，劝说珞巴人信

奉佛教，不吃老鼠肉，不吃青冈子，

深受珞巴族群众的爱戴。据《汤东杰

布传》记载，珞巴族首领仰慕他的盛

名，亦有皈依佛教之心，“为了打开

地方之门和调伏荒凉之地”，请他

“无论如何到我珞渝之地”，随后汤

东杰布应邀在珞渝生活了两年，弘扬

佛法，“遂使此地安乐”。

汤东杰布回到藏区后，每年定

期派弟子同珞巴人保持联系。在米林

县的纳玉山沟，有一座叫扎公乃的小

庙，除一些佛像外，还有珞巴族祖先

阿巴达尼的塑像，据说就是他从珞渝

传教回来后修建的。在汤东杰布到马

尼岗传教以后，西藏著名喇嘛罗珠加

措也到上珞渝的梅楚卡一带传教，并

在那里建立了拉龙、德庆塘、辛巴尔

和梅楚卡四个林，设立了白马西布、

白马吉岭、谢嘎尔崩曲、普尔布嘎那

和德庆塘五个传经中心。

靠近上珞渝的塔布，是西藏各

教派最为活跃的一个地方，噶举派中

一些有名的人物如耶歇多吉、乳必多

吉、滚巴多吉等，也都先后到珞渝朝

拜和修持。噶举派的著名僧人藏巴嘉

热·益西多吉，还把珞渝境内的札日

金刚圣地开创成为全藏性的札日戎哥

（朝拜圣地）。随着藏传佛教的发

展，朝拜札日演变成一项全藏性的宗

教活动。到了17世纪，格鲁派掌管西

藏政教权力后，将每隔12年（猴年）

举行一次的转神山活动，改由西藏地

方政府统一组织，加强了对珞渝地区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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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美妙的传说，生活在朱

隅（今不丹）、门隅的门巴族不远千

里，东迁到他们向往的莲花圣地，给

珞渝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珞巴、门

巴两个民族文化迅速相互交融，彼此

改变着对方的习俗、宗教信仰，远比

藏族佛教给他们带来的变化更大。如

今门巴族主要居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

两岸，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下，到

印占区的都登，都生活着东迁来的门

巴族。

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的原始

封闭，把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打扮得

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丰满、貌

美、朴实，落后而又土气，珞巴、门

巴文化的相互交融，孕育了世界上独

特的珞渝文化。然而，由于历史的原

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以19世纪的中

国国力，要想进入万山阻隔的西藏，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若想进入人

迹罕至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考察，

那更是遥不可及。

19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完全不

了解珞渝的情况，道听途说，仅仅获

得了一些不甚确切的信息就进行大肆

渲染。正如Ｆ.哈密尔顿在1807—1814

年编写的《阿萨姆记事》中写道：

“布拉马普特拉河对岸为米里人或达

夫拉人，紧挨着迪杭河（雅鲁藏布江

下游）那边，居住着叫阿波尔（珞巴

族）的人群，再进去是另一个叫提克

利亚那加人，两者均极端野蛮，据说

他们的确是食人的。”

19世纪20年代，一些自称西方的

“文明人”，开始一次次以各种不同

的身份，叩响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

的神秘门扉。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

测量仪，沿着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处

巴昔卡进入我国珞巴族领地。他们在

搜集大量军事、地理情报时，也兼采

集一些人文风情，随后发现了一个极

为有趣的地理现象，雅鲁藏布大峡谷

大拐弯以下和墨脱县西巴霞曲以东的

广大地区，被阿萨姆人称为的“阿波

尔”，几乎涵盖了整个雅鲁藏布大峡

谷区域。

事实上，英国殖民者强行霸占

缅甸土邦阿萨姆后，探险考察者进入

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仍沿袭阿霍

姆王朝对中国珞巴族、 人的某些侮

辱性称呼，带来了许多部落和地理名

称的混乱。诸如将墨脱县和察隅县丹

龙曲两岸的珞巴族义都部落、 人统

称为“米什米人”；将墨脱县雅鲁藏

布大峡谷两岸、西巴霞曲以东的巴达

姆、民荣、迦龙等10余个珞巴族部落

称为“阿波尔人”；将隆子县西巴霞

曲以西的珞巴族崩尼、崩如等部落称

为“达夫拉人”……

这些部落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

下游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布拉马普特拉

河的大小支流上，如丹巴曲、锡约姆

河等，可英国人将雅鲁藏布江下游称

为“迪杭河”，将中国西巴霞曲称为

“苏班西里河”，将察隅河称为“洛

希特河”等。在中国地图和一些学术

文章里，出现由于不了解这样的历史

背景，又不去查找有关的专业地名对

11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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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表，仍沿用英国人称呼的现象，带

来了不应有的失误，引起了一些中国

地理界有识之士的担忧。

珞渝生活着我国珞巴族巴昔、

巴达姆、民荣、希蒙、博嘎尔、达额

木等数十个部落。英国殖民者在这里

探险考察时，除搜集大量地理、军事

情报外，还对众多山地部落的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进行全方

位考察，在媒体上发表一篇篇考察报

告，从而长期左右着国际喜马拉雅山

地部落研究的学术论坛。中国人对于

珞渝文化的记述和研究，与西方的欧

洲人相比要晚得多。

1962年10月，正当中国学者陶醉

于整理出版3年前在西藏用血汗甚至生

命换来的宝贵资料时，中印边界的隆

隆枪炮声惊醒了这些善良学者们的美

梦。人们急切地向他们问起被印军非

法占领的珞渝、门隅、下察隅等地区

社情、民情和族情以及有关情况时，

他们竟茫然不知，更谈不上作出系统

科学的回答。

在这之前，珞渝工作组成员冀文

正尽管已在墨脱工作、生活了8年，通

晓珞巴、门巴两个山地民族的语言，

并对两个民族进行了考察，搜集了大

量资料，可他这些资料全都记在了笔

记本以及日记里，在报刊上也只零星

发表了一些，很难引起中国学术界的

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

家学者们顿时感到，在中国民族学研

究的领域内，存在着一项急需填补的

空白：对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山地各民

族，必须着手研究，刻不容缓。根据

中国外交部下达的任务，他们特邀中

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潘光旦、吴

文藻、吴泽霖等，着手开展对中印边

界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

首先，他们从国外出版的大量学

术专著和期刊中搜集了大量资料，然

后计划派一批年轻的学者深入这块遥

远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系统地搜集第

一手资料，以开创这急切需要的学术

研究领域。然而，在极其荒诞的反右

年代，这些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名

流，被戴上了一顶顶“右派”帽子，

从此他们不仅被赶下课堂、讲台，甚

至连人生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紧接

着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

些美好的计划都只能束之高阁。

直到197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

的莫俊清、索文清，中国历史博物馆

的杜耀西、胡德平等民族学者，才首

次深入西藏错那县勒布门巴族和米林

县南伊珞巴族聚居区，对两个喜马拉

雅山地民族开展了粗略的社会历史和

文化调查。原本就居住在雅鲁藏布大

峡谷区域的米林县南伊珞巴族山地部

落秘不示人的部落文化，首次向国人

披露。

197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首次派出综合考察队，深入

西藏东南的门隅、珞渝和察隅，对门

巴族、珞巴族、 人的情况作全面系

统的考察。

珞渝云谲波诡，风光万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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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着无数的自然之谜，而且也是一

条弥漫着历史熏风的文化长廊。这里

是世界上最高的绿洲，有莽莽的原始

林海，云遮雾罩，有金色的油菜地、

绿油油的青稞田，有门巴族、珞巴族

风情和独特的大峡谷文化，还有清

溪、急流、瀑布、叠水以及古朴的寺

庙。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多样的

生物资源，构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独

一无二的自然景观。

珞渝以世界之山密集而出名。

当人们顺着这些似真似幻的小路，穿

行在云岚缭绕逶迤的群山中，有时候

只见它在云端深处断了，但转过一个

山头，云梯似的小路又像一缕烟，在

山那边蜿蜒起伏。珞渝那已经消失和

正在消失的历史密码，雅鲁藏布江流

淌的古老史诗、民谣和无尽的怪异传

说，都深深匿藏于神奇大峡谷山山水

水中。这里较完整保留了先民们遗留

下来的古朴民风和人类童年时代的奇

特习俗，诸如刀耕火种、狩猎生活、

生殖器崇拜、人造石锅、以物易物、

图腾崇拜、原始巫术等，成为研究文

化人类学不可多得的活化石。难怪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文化人类学

家李坚尚考察墨脱珞巴、门巴两族创

造的珞渝文化后，激动地告诉同行：

“我从墨脱的一些民俗现象中，看到

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这里是文化

人类学尚待开采的一块处女地。”

探索珞渝，可以说既是诱人的

一种自然之旅，也是一种文化之旅。

我们看到一群又一群民俗学家坚忍执

著、义无反顾地进入了神秘的珞渝大

地，以期抢救、破解原始人生存的文

化密码。让我们顺着他们的足迹，去

感受珞渝文化的无穷魅力吧！

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的门巴族小孩（税小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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